
  
返回首页 | 当前位置：科学研究→《黄钟》学报→民族音乐学与音乐史学 

倪 军   收稿日期:2001-12-17 

音乐文献信息资源建设初探 

     内容提要：文章分析信息化环境中我国音乐文献信息资源建设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探讨其基本特

点，并提出与之相应的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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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J605-053 文章标识码：A  

    进入信息化、数字化的21世纪，加强我国的信息化环境中音乐文献信息资源建设，对繁荣音乐文化事

业，促进高等音乐院校的学科建设与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一、音乐文献信息资源的现状及问题 

    我国的数字化环境中音乐文献信息资源建设，目前基本上还处在起步阶段。从全国各音乐院校的图书馆

目前的情况看，几乎是各自为战，缺乏总体布局。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武汉音乐学院、沈阳音

乐学院正着手于音乐文献信息资源库的建设，并且采用不同公司的系统软件。而其他音乐学校的音乐文献

信息资源建设仍然在酝酿之中，尚未付诸行动。因此，我国数字化环境中的音乐文献信息资源建设的现状

不容乐观。 

    目前，尽管各个音乐院校开始重视文献信息资源的建设，但是，仍然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 

    1.随着信息化浪潮的推进，各个音乐院校几乎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建设信息网络，各个单位引进的

计算机与通讯设备都具有上世纪90年代的水平，而网上信息资源数据库最多只相当于发达国家70年代的水

平，并且有的音乐院校根本就是一块处女地，从而使得业已建立的信息系统只能当摆设，没有任何实际价

值。此外，由于受偏重硬件建设和引进设备的影响，使数据库处在无序发展的初期阶段，且数据库的发展

严重滞后于网络发展。这种情况，就像四通八达的信息高速公路上，飞驰着各种无货空车。 

2.在音乐文献信息资源的建设中，缺乏长期规划和配套设施，往往一次性把大量资金用于建设上，待需要

硬件设备定期维护和升级换代时，便因资金匮乏而无能为力，使得难以保证网络设备的正常运行。 

    3.各个音乐院校现有的信息系统缺乏交流和合作，资源建设重复现象严重。由于各个院校之间都不同程

度有封锁和地方保护主义的倾向，信息资源共享的机制不健全。各个院校都各自为政，一味追求小而全，

造成信息资源的重复建设和人力物力的浪费，无法突出各个音乐院校的特色；从而形成人有我有，人无我

无、馆藏结构基本相似、特色不突出、文献利用率较低的局面。 

二、音乐文献信息资源建设的基本特征 

    音乐文献信息资源建设，从大的方面来说与普通高校的文献信息资源建设相同，都是以精神文明建设为

导向，以服务教学和科研需求为宗旨，对图书情报进行连续性、动态性收集、储存、加工、开发和利用。

但由于音乐文献信息本身的特点，使它的建设又有其自己的特征。 

    1.从指导思想说，音乐文献信息资源建设首先应以服务对象的需求作为首要指导。首先，应该从根本上

认识到音乐文献信息资源的建设，是21世纪计算机信息网络时代的一个必然趋势。各个音乐院校，应该积

极行动起来，根据本院的实际情况加快文献信息资源的建设。在音乐院校，其服务对象主要就是教师和学

生，因此从资料的采购、订阅、整理都应从他们的需求出发。教师和学生使用资料是为他们的教学、学

习、研究等服务，所以信息资源的建设也应以这些作为指导，有重点地开发利用，形成自己的特色。 

    2.从其内容来说，音乐文献信息资源的建设应中外并重，文字资料与音响资料并重。我们习惯上把音乐

从地域上分为中国音乐和外国音乐，他们各有特色，都是世界文化宝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都应该充分

重视。因此在收集资料时应该尽可能全面、详尽。对使用者来说就可以得到比较丰富的中外资料，便于学

习、比较、取长补短。 

    音乐是一门听觉的艺术，所以在其信息资源中音响资料的重要性尤为突出。音乐理论、乐谱都可以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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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符号的形式表现出来，而要听到一首美妙的曲子，没有唱片、磁带、光盘或其他音响资料载体的帮助

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这两方面的文献资料建设都应该重视。另外在数字化环境下，这些文献资料都要

转变成数字化的东西。简单说就是要变成计算机能识别的符号。尤其是乐谱的制作，又涉及到这方面的制

作软件。这就要求在音乐信息资源中应附带这些必要资料，让使用者能充分应用资源库。 

3.从音乐文献信息资源建设的方法与步骤上说，应是一个完整性、连续性与互补性相结合的过程。音乐文

献的主要载体如图书、期刊、音响资料等各有其特点。而且，音乐作为一门历史悠久的学科，它又具有世

界性的特点。因此，对于这些资源的收藏应当是深入而全面。从古至今，从中到外都应根据教学和科研的

实际需要收藏。对期刊的收藏应是连续的、完整的，同时它又是动态的。根据学科发展态势和服务领域的

拓宽，音乐文献信息的收集处于不断变化发展和补充完善的动态过程中，从而不断更新资源系统，满足需

求。对音响资料的收集也应做到尽量丰富详尽。比如歌唱艺术，不同的流派在唱法、唱腔和吐字等方面各

有特色；而同一作品的同一版本，由于不同演奏家理解的不同，也有不同的诠释。因此，在收集这些资料

时就应注意其全面性，以供学习、比较和借鉴。 

    4.从音乐文献信息建设的目的来说，一方面是更有效的收藏保存有用的音乐信息资源，充实文化宝库；

另一方面是为从事音乐研究、教学、表演和欣赏音乐的用户提供音乐信息帮助和服务，满足他们获取信息

资源的需求。 

三、加强音乐信息资源建设的若干建议 

    加强音乐信息资源建设，从国外信息化进程的成功经验看，往往是三分信息技术，七分信息设备和十二

分的信息资源。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是国民经济信息化的核心，也是信息基础设施投资增值的最大引擎。

而音乐信息资源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对音乐信息资源建设，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充分利用信息技术、信息设备来辅助音乐文献信息资源的建设 

    在社会信息化环境下，用户知识信息需求也出现了电子化与网络化的趋向。90年代初以来，新技术革命

及国际社会的信息化从根本上改变了用户的需求结构。用户的信息需求由以往传统型为主体向电子化网络

化方向发展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急流，这就使得图书馆信息资源的电子化组织和迅速实现网络化服务成为必

然。 

    对图书馆来说，将非电子型文献书目信息转化为计算机可识别的电子型信息以及电子出版物的电子化书

目信息是进行信息资源建设的基础工作。而在音乐院校，这一工作还刚刚起步，所以更有必要、也更可能

充分利用现有的先进信息技术如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检索技术来开展这一基础工作，即实现计算机编

目，建设音乐信息数据库。也更可能和其他院校统一技术规范，达到资源共享的目的。而标准化和规范

化，是实现资源共享的前提。 

    2.加强音乐信息资源的开发 

现代图书馆资源应包括传统文献资源和电子版文献信息资源。在一段时间内，传统文献仍会以它特有的属

性和功能优势长期存在。另一方面，要大力加强电子信息资源建设。图书馆原有的一部分印刷型文献将转

化为电子化的信息。对音乐信息说，除了文字资料，大量的是乐谱和音响资料，怎么样把这些比较特殊的

资源转化为电子化信息，使之能在计算机上浏览甚至上网传递，目前还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因为

它是有效进行音乐信息资源建设的前提条件。 

    电子信息的另一重要来源是大量的电子版期刊、电子版图书出版物，它们能连续稳定提供系统的信息知

识，它们的收藏和整理相对来说也要简单一些，因此要根据需要逐渐增加或扩大电子类出版物的订购量。 

    网上信息资源以其丰富、及时、互动等优势越来越为人们所青睐。但它也存在一些缺点，如信息过于庞

杂无序。图书馆的功能就是将这些无序的信息进行筛选、重组、编辑提供给读者或提供给他们寻找所需信

息的途径。要实现这一功能，就必须组织专业人员对网上信息资源进行开发，这些专业人员应包括计算机

专业人员、图书馆专业人员和音乐专业人员，几方面协调工作，才能给音乐文献信息的开发提供技术保障

的可靠性、查询的规范性以及音乐方面的权威性。接下来就是根据用户需求进行信息组织，并提供信息查

询服务，揭示其网络来源，开展网络咨询业务。网络信息资源的开发与服务旨在利用"网络"弥补图书馆馆

藏不足，进行网络信息下载，将其序化后提供给用户，但这又涉及到版权问题，特别是音乐信息的版权保

护问题还有待解决。网络提供的电子版文献和全文只是很少的一部分，更多的则是书目信息，用户通过网

络获得越多专业书目信息就越需要扩大图书馆的传统文献馆藏来满足用户索取原文的需要，提高原文保障

率。 

以上3个方面是获取音乐信息资源不可或缺的渠道。上海音乐学院与上海图书馆共同推出的上海音乐数字图



书馆可以说是在音乐信息资源建设上的一个新探索。 

3.提高信息服务质量，反过来促进信息资源建设 

    开展信息资源建设从最终目的来说，是为用户提供有效的服务，达到了这个目的，说明信息资源建设是

有意义的，符合用户的需求；用户有了需求，这就是最好的发展动力。因此要与传统信息服务相结合，以

用户需求为导向,通过各种形式广泛宣传，扩大视听影响；提供先进设备开展上网培训，吸引用户上网。实

现图书馆服务与因特网业务信息服务的有效结合，向用户提供联网检索、联机检索和网络信息交流等。在

提供这些服务的过程中所碰到的新问题新需求又反过来推动信息资源建设的不断更新完善。 

四、结束语 

    音乐文献信息资源建设是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工作。由于网络化环境中的文献信息资源建设还处在起步

阶段，需要广大的音乐工作者、图书馆工作者和计算机技术人员都积极投身到这项事业中来。尤其是在目

前各个高校校园网成为必然的校园信息中心的今天，它的建设必将与众多的用户休戚相关，从而成为我们

关注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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